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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侨胞们，朋友们：
大家好！日月其迈，时盛岁新。再过几天，中华

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了。在此，我代表中国侨
联，给广大归侨侨眷和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拜
年，大家过年好！

2023 的中国，“砥砺奋进启新程，国泰民安又一
年”。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
心、团结奋斗，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元，粮食总产再创新高，科技创
新实现新突破，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扎实推进，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号巨轮破浪前行。

2023 的侨胞，“星光不负赶路人，光荣属于奋斗
者”。百年变局下，广大侨胞坚定信心，自强不息，积极
发展事业，取得了不少新成绩。侨联为大家点赞！我
们还欣喜地看到，在祖（籍）国高质量发展的沃土上，在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的事业中，在共建“一带
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里，到处都活

跃着侨胞的身影。
2023 的侨联，“豪情满怀迎盛会，凝心聚力谱新

篇”。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
开，习近平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党中央
发表致词，为侨联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指明前进
方向。我们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凝聚侨界人心。创立并在福建首次举办中国侨智发
展大会，连续举办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和投资

（河南）大会，开展“创业中华”系列活动，彰显了侨界
的担当和作为。深入推进“亲情中华”、“追梦中华”品
牌，举办“寻根之旅”夏（冬）令营，弘扬中华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加强海外侨胞联谊联络，巩固壮大爱国爱
乡力量，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做好为侨服务，加强法侨、检侨、司侨等合作机制建设，
依法维护侨益。深化侨联改革，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侨
联工作的覆盖面、实效性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借此
机会，我们向长期以来对侨联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海
内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侨胞们，朋友们！
辞旧迎新之际，也是思家思乡思亲人之时。大

家的平安健康始终是我们的最大心愿。无论风雨，
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相信中国、相信未来，一切向
前看，奋力去拼搏，明天一定会更好。

在充满希望的2024年，中国侨联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弘扬嘉庚精神，凝聚侨心、
侨力、侨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让我们携起手
来，乘着新时代的春风，侨心筑梦创佳绩，奋楫前
行向未来！

谢谢大家！

侨心筑梦 奋楫前行
中国侨联主席 万立骏

甲辰龙年将至，海外中餐从业者迎来忙碌时
刻。他们表示，对华侨华人来说，年夜饭有着特
殊意义。亲友围桌而食，推杯换盏，是团圆，亦
是中华传统习俗的延续。

随着春节临近，法国巴黎国际大酒店的喜庆
氛围扑面而来。在该餐厅董事总经理陈建斌的精
心布置下，喜庆的红灯笼高挂，中国结、春联相互
呼应，还有“龙”元素点缀其间，充满了新春气息。

陈建斌的家乡在浙江温州，当地将年夜饭称
为“分岁酒”，寓意新旧岁由此夜而分。为让更
多食客品尝到故乡风味，陈建斌琢磨着菜色，

“除了寓意‘年年高升’的炒年糕外，温州传统
宴席上少不了时令海鲜，鱼菜寓意‘年年有
余’，更是必不可少”。

陈建斌说，为满足食客的不同需求，口感嫩
滑的广式蒸鱼、麻辣鲜香的四川水煮鱼，还有酥
脆酸甜的松鼠鱼也一应俱全，“希望不同的烹饪

调味能让大家品尝到正宗的过年味道”。
“从现在到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我们

最忙碌的时候。”陈建斌说，在外奔波一年的华侨
华人放慢脚步，同乡畅叙乡情，新人宴请父母亲
朋，这些欢声笑语装点着中餐厅的每个角落。

在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华侨总会副会长赵太
荣开了一家名叫“皇都酒家”的酒楼，是当地最
大的中餐厅之一。“我们的年夜饭是一场乡音乡
情交织的盛会。”他表示，当地华侨华人大部分
来自广东和福建。在华侨总会的组织下，大家在
除夕夜相聚，品尝粤菜、唱歌、观看舞狮表演，
每人都在熟悉的乡音中找到归属感和踏实感。

结合龙年，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席胡晓军特
意为菜品设计了喜庆吉祥的名字，例如龙腾虎跃
游水虾、招财进宝酒酿圆、张灯结彩藕饼夹等。
他说：“每逢过年，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尤为浓
厚。年夜饭的选择丰俭由人，但一顿满载祝福的

中式佳肴既能讨个好彩头，也能承载每个家庭的
美好期盼。”

“年夜饭的预定常常一桌难求，这说明在华
侨华人心中，春节情怀和年夜饭的地位不可替
代。”胡晓军介绍，从在芝加哥唐人街开设第一
家“老四川”中餐馆开始，26年间他与华侨华人
度过了很多欢乐的年夜饭时刻，“为了活跃气
氛，我们每年都会邀请舞龙舞狮团队表演，也会
向食客派发红包，共同延续传统。”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民众开始对中国的年
夜饭产生浓厚兴趣，他们被色香味俱佳的中国菜
吸引，也期待亲身体验春节文化。”胡晓军称，他特
意培训了店里的每一名工作人员熟知每道菜蕴含
的饮食文化或相关历史故事，“美食满足味蕾，也
能传递美好，我期待中国味道越来越深入人心，成
为促进两国民众心意相通的‘语言’。”

（据中新社电）

春节将至，海外中餐馆迎来忙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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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侨胞们、朋友们：
癸卯兔年即将过去，甲辰龙年正在向我们走

来。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向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致以新春的
祝福！

2023 年，是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一年。这一
年，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中国经济整体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这一年，成都大运会、杭州
亚运会精彩绽放，体育成为各国民众相知相交的桥
梁。这一年，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
带一路”十年硕果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
人心。这一年，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日益发挥重要
作用，“确定的中国”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
稳定性和正能量。回首过往，神州故土经历的每一
个重大时刻，都离不开海外侨胞的热情支持和积极
参与；华夏大地迈出的每一次坚定步伐，都凝聚着
海外侨胞的赤子情怀与家国梦想。在此，我要向所
有侨胞朋友们说声辛苦，道声感谢，谢谢大家！

2023年，我们也面对面见了不少侨胞。习近平主席
亲切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亲
自到会祝贺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充分体
现了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关怀和重视。世界
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世界华文教
育大会等相继重启，线下的近距离交流让我们的心贴
得更近。

2023 年，广大侨胞朋友们在世界各地经营着自
己的事业和生活，大家的安危冷暖，始终是我们最
深切的牵挂。国务院侨办会同各涉侨部门密切与海
外侨胞联系，暖侨助侨工作更加深入；推动华侨权
益保护立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各项惠
侨政策更加完善；支持海外侨胞发展华文教育，各
类节庆和文化活动如火如荼；积极为大家参与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搭建平台、优化环境，高质量发展成
果进一步惠及广大侨胞。

侨胞们，朋友们，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我们将继续秉持

“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不断加强和改进侨
务工作，落实好各项惠侨利侨举措，让广大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无论海外
游子身处何方、走到哪里，祖 （籍） 国永远是你们
的故土家园、心灵港湾。热烈欢迎侨胞朋友们常回
家看看，寻一抹乡愁，品一缕乡情，同时找到更多
事业发展机遇，大家心手相连、和衷共济，一起奔
赴更加美好的未来。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让
我们心怀热忱、彼此惦念、种下梦想，共同迎接、共同
祝福甲辰龙年，衷心祝愿海内外“龙的传人”龙腾虎
跃、龙马精神，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阖家幸福、万事如
意、龙年大吉！

给大家拜年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陈 旭

凝聚侨力 共赴未来

20 世纪 80 年代，法籍华人画家高醇
芳旅法 10年之际画了两幅画：一幅画上，
一只蚂蚁拖着一根巨大稻草，另一幅画上
稻草换成一头沉的稻穗。画家自注：“近
年来，为举办一些中国文化活动到处奔
走，颇有蚂蚁奋力拖物之感……”

多年来，高醇芳在法国各地举办了30
多场画展。笔者看到她展示的照片上，她
的《西厢记》工笔组画，有法国艺术爱好者
透过放大镜细细欣赏；她善画猫，作品展
出时引得法国幼童将脸贴到画作上和“小
猫”亲一亲。法国知名汉学家让—保罗·
德罗什（中文名戴浩石）曾这样点评：“有
心了解中国的人，常常因为海量乃至看似
矛盾的信息而手足无措。高醇芳的作品
将中国文化的宇宙封装在图形中，让我们
得以领略中国文化的实体。”

高醇芳住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
一处公寓，每周一下午两点到四点，家
中客厅就变成多年追随她的“洋弟子”
的画室。

年近九旬的雅尼娜·萨布兰向高醇芳
学画近 20年。她曾是职业画家，一度封
笔 ，“ 没 有 灵 感 了 ， 再 画 下 去 就 是 作
假”。直到在高醇芳的一次画展上得知有
机会“拜师”，萨布兰才“改门换派”、
重拾画笔。如今她的中国书法和山水画
的临摹技艺都达到令人赞叹的水平。

家住外省的萨布兰来巴黎学画要坐
火车再转公交车，“往返 3个小时，就为
了这两小时”，但这两小时给她带来“宝
贵又免费的乐趣”。她只恨自己退休很久
才开始学中国书画，“不然我也可以开创
自己的风格”。

玛丽利斯·克利凯此前在银行工作。
她清楚记得，1995年 11月，她看到高醇
芳现场展示中国画，开启了自己的学艺
生涯。克利凯说：“中国画的用墨更适合
我的个性。”她认为中国画更加富有意境
和哲思，“可以和灵魂对话”。

克利凯原本想学山水画，却被高醇
芳要求从书法开始，“非常考验耐心”。
坚持1年半后，她如愿以偿开始学画，才
明白书法笔法可以运用到绘画中。“如今
我反而有些后悔没有继续学书法，不然
现在就可以在画上题字了。”

高醇芳所有的国画“洋弟子”，都要从
书法开始学起，学书法时间一到两年不
等。“这就是国画讲究的‘书画同源’。”高
醇芳解释说。她取出当年学生用过的大
楷簿，里面全是学生练习的基础笔画。

法国学生不懂中文，学习难度可想
而知。高醇芳认为，要传授正统的中国画，无需刻意去适应法国学生，
而要打破法国人对东方艺术抱有的“神秘观感”，“艺术是相通的”。多年
来，高醇芳教出一批法国学生，有的还同她一起办师生画展。

高醇芳常说：“艺术是熏出来的。”这是她的从艺心得，也是她在法国传
播中国文化的做法：所谓“熏”，就是创造长期、丰富的文化氛围，感召与中
国文化有缘的法国人。

1984年，高醇芳创立法中文化协会，举办活动介绍中国书画、文学、电
影、民乐、饮食等文化。2004年，她创办巴黎中国电影节，把中国优秀影片
译介到电影诞生地法国，累计近500部。为取得最大传播效果，她尤其注重
影片翻译，总是和她的法国书画学生一起推敲定稿，手写的译稿厚厚一
摞。去年10月，因疫情停办3年的巴黎中国电影节重张旗鼓，主题定为喜
剧，因为“大家需要笑一笑”。

因在法国长期致力于促进法中文化交流，高醇芳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
“学术棕榈骑士勋章”和“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她常自喻为“蚂蚁”，在她
看来，中国文化传播事业宏大，自己只是一只勤勤恳恳、亲力亲为的“小蚂
蚁”。不过，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前行路上，她坚信“天道酬勤”。

（据新华社电 记者乔本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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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浙江多地梅花
绽放，暗香浮动，吸引游客
前来赏花拍照。

上图：在位于浙江杭州
临安的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
区内，梅花在绵绵细雨中吐
香绽放。

陈胜伟摄 （人民视觉）
右图：近日，浙江温州

三垟湿地景区梅花盛开。
刘吉利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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